
起初，一 个好友 来到刘淑

文家里，劝她为以后着想 ：“反

正家里没人了，听我一句劝，回

娘家住！只要你不回来，时间一

长，别人就会把你忘了，债不债

的也没那么要紧了。”

刘淑文清楚 对方是为自己

好，但她“就是做不到”。7月17日，

她向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解释：

“他们的钱也是辛辛苦苦攒下来

的，能借给我，不仅是同情我，

也是信我。人活一辈子，还是

要讲良心、讲诚信。”

为了让借钱给自己的乡亲放

心，2013 年，刘淑文开始挨家

挨户上门，承诺“绝 对还钱”。

之后，她走上了负“债”前行的

道路，日复一日的生活里，只有

一个“主旋律”——忙。

“那时候，真是有用不完的

力气。”她在村里承租了 60 余

亩田地种植蔬菜瓜果，又养了

数百只鸡鸭猪鹅。本已是满负

荷运作，但想着要早点把钱还

清，她又将目光放到了家里的

10 余亩自留山上。

刘淑文说，每年的三月和四

月是一年中农 耕的“空闲期”。

她不能放过这两个月，便开始

栽 种 杉 树，“ 要 搞 就 搞大 的”。

很快，4000 余棵杉树苗陆续在

山林里扎根。

只是，对于只有小学文化

的刘淑文而言，层出不穷的种

植 问 题 时 常 折 磨 得 她 身 心 俱

疲。有一次，种下去的树苗起

初还是绿油油的，结果没几天

就全蔫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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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淑文的人生转折，是从

2010 年开始的。

“那一年，我家那口子帮亲

戚建房，结果没站稳，从三楼

摔了下来。”因为身体多处遭到

重创，刘淑文的丈夫在医院治

疗近一年后还是离开了人世。

刘淑文没有想到，一年后，

厄运会再度袭来——小儿子章

成（化名）刚结婚没几个月，就

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被确诊

患上了白血病。

掏空了积蓄，卖掉了拉货

的卡车，刘淑文发现，无底洞

般的医疗费已经将家庭一点点

拖垮。

但她不能放弃。

“那时候，我把章成拜托给

亲戚照看，自己到处去借钱。”

1000 元，2000 元 …… 每 写 下

一张借条，刘淑文都心头一沉，

仿佛掉进了一个无法爬出的冰

窟窿。但一想到“儿子或许能

活下来”，她又重燃希望。

只 是， 花 掉近 40 万元 后，

章成还是于 2013 年离开了，年

仅 26 岁。

刘淑文的至暗时刻还在继

续——几个月后，章成的女儿

妮妮（化名）也不幸因车祸身亡。

亲人接二连三的离去，面

对愈发空寂的家，刘淑文开始

整夜整夜地失眠，精神愈发萎

靡，“很怕睡下后，就再也醒不

过来”。

关于未来，刘淑文还没来

得及细想，但有一点她很确定：

“借来的钱，必须还！”

负债不负义，攸县一农妇7年还款40万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陈炜

7 月 17 日，株洲市攸县酒埠江镇大芹村。被绿
油油的农田连成一片的村子，迎来了热得像下火的
三伏天。

但此刻，57 岁的刘淑文却在家
里坐不住了。“天气预报说，没多久
后就会下暴雨。”戴上遮阳帽，锄头
扛上肩，她急匆匆地往数里外的稻
田赶。

环顾四周的土地，刘淑文疏通排
水渠的同时，也憧憬着丰收的场景。
过去 7 年，她一直负“债”前行，
硬是凭一己之力，通过“从土地里
刨食”，还清了 40 万元债务。

“希望一年更比一年好。”抹掉爬满额头的汗水，
她感慨：“最难的时候已经过了。”

7 月 16 日，益阳市南县三仙

湖镇西线大堤防汛抗旱工作群

里，几段小视频引发了大家的

热情点赞。视频中，一名穿着黑

色衣服的少年正在临时搭建的

防汛棚里专心地做着试卷，背

后是夜色笼罩下暂时平静的藕

池河水。夜风刮着棚子，灯光

下的他书写动作不停。

这个男孩名叫刘逸，今年 17

岁，是南县一中高二学生，他的

家就在大堤下的中堤村。

扫一扫，分享她的
励志故事

祸不单行，丈夫儿子孙女先后离世

咬紧牙关，她 1人7年还债40万

防汛一线读书郎：带着试卷去巡堤 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 欧阳婷 通讯员 李坤霖

持。父亲刘长春从 1996 年开始，

只要有汛情，他就会上堤帮忙，

“虎父无犬子，都是热心人”。

巡堤为轮班制，早班是从

凌晨 4 时到早上 7 时，晚班则

是下午 4 时到晚上 7 时，其余

时间均有人值守。等到父母轮

值的 17 日前一天，刘逸下午 6

时就到大堤旁的指挥部报到，

临出发前，还不忘带上没做完

的试卷。到了晚上 9 时，刘逸

正式上了大堤，在防汛棚里等

待早班。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，

他开始做起了试卷，“蚊子挺多，

但卷子有难度，得专心”。

直到凌晨两点，带来的作

业写完了，刘逸才放下笔，稍

稍休息了一会。同在值班的人

将他做试卷的情景拍了下来，

发到了防汛抗旱工作群里。

17 日凌晨 4 时，穿上雨靴，

手持木棍，刘逸跟随由镇干部

和村民组成的防汛队伍开始巡

堤，“我们需要不停走动，来

回一趟半小时，一直走到早上

7 点”。

早班完成后，刘逸回家休

息了一会，又开始准备值晚班。

7月20日，刘逸回到了学校。

得知他趁着假期帮父母到堤上

值守还不忘做作业，班主任老

师毛爱英并不惊讶：“他是一个

自学能力很强的学生，平时在

班上就十分乐于助人。”

“我的理 想大学是中南大

学。”7 月 20 日，刘逸告诉今日

女报 / 凤网记者，他一直在朝

着这个目标努力奋斗。

“不知道得了什么病，也

不知道用什么药。”在迷茫里，

刘淑文咬着牙，不允许自己

有一丝放弃的念头。从那以

后，她白天在田间劳作，晚

上便通过手机学习杉树苗种

植栽培技术。 

一年后，刘淑文的付出得

到了回报——不光蔬菜瓜果销

售火爆，牲畜家禽被酒店预订，

树苗也开始一点点“长个儿”。

赚了钱后，除了维持基本的日

常开支，她把剩下的钱全用来

还债。

钱先还给谁？刘淑文有自

己的想法。“先还身体不好、家

里小孩多的村民，关系近的亲

戚最后还。”怎么还？刘淑文把

钱取出来，再亲自送上门。“有

些 借钱给我的村民年纪比较

大，不会用网银，给现金过去，

他们方便些。而且，上门还钱

也能体现我的诚意和感激。”

“ 那 段 时 间， 她 太 难了。”

刘淑文的同年好友贺菊英告诉

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，长时间

的劳累曾让刘淑文得了一场大

病，但因为赚来的钱大多还了

债，待支付完医药费后，实在

没钱的刘淑文连喝了一个多星

期的稀饭，“那年过年她都不出

门，因为她连给拜年红包的钱

也没有”。

让人欣慰的是，就在今年，

刘淑 文 的负债 之 路划上了句

号——在收回最后一张借条后，

她仔细对比了数额，确认无误

后干脆利落地撕成了两半。

“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”

回忆起过去 7 年的艰难，刘淑

文坦言“不后悔”，“虽然儿子

最终没能救过来，但我还是要

感谢那些借钱给我的乡亲们，

因为我为了儿子的命尽力了，现

在回忆起来，只有悲痛，没有

遗憾。”

今年 6 月，刘淑文在攸县酒埠江镇的“道德讲堂”上向村民分享自
己历时 7 年的还债故事。

    打开抖音扫一扫
看防汛堤上读书郎视频

7 月 3 日，受暴雨影响，三

仙湖镇西线防汛大堤藕池河中

支进入警戒水位，刘逸的父母

和其他青壮年村民一样，也被

安排了防汛任务。到 7 月 12 日，

刘逸考完学业水平考试从学校

回家时，他的父母已经在防汛

大堤上坚守了近 10 天。

看到父母这样辛苦，刘逸

决 定 代 他 们 值 班， 完 成 巡 堤

任务。

他的想法也得到了父母的支

刘 逸 在 防 汛 堤 上
做试卷的视频，获得了
大家的点赞。刘逸（左）在巡堤中。

父母已在大堤上坚守近 10 天


